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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建筑创作手法解析》

前言

　　当今世界，社会的多元性、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功能的多元性正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科学技术
推动社会发展，特别是全球信息网络的建立和发展开拓了社会多元化的崭新空间。在社会遭受巨大的
技术与经济的震撼后，最独特的建筑形状与各种新颖的结构体系互相交换、互相混合，带给人们强烈
的情感冲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建筑正以一种特殊的力量改变着生活、住区、事物、环境以及
社会本身。密契尔认为：人类的时空将出现根本性的改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流派纷呈、
竞争激烈的国际建筑舞台，一股以金属结构和玻璃为表现特征的创作思潮异常活跃，并在世界各个建
筑活动的热点地区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在这一段被矶崎新称为“解体、离散、转变的先兆”的
时期，它脱颖而出，浮出水面，引起了建筑业界的广泛关注。　　最典型的事件包括：1989年以来德
国柏林的改造计划、巴黎德方斯新区计划、2000年德国汉诺威以“人、自然、技术”为主题的博览会
等，其活跃的代表建筑师有诺曼·福斯特、理查德·罗杰斯、伦佐‘皮亚诺、英恩霍文等等。　　我
开始从大量阅读这些所谓“感人”的作品和研究这些先锋派建筑师们的设计手法，尝试用结构学的“
力学法则”和受力模型来归纳和分析这些建筑及其创作手法，归纳出了三类手法（即本书第三至第八
章 的内容）：第一类手法为亚结构体系创作手法（第三至第五章 ），第二类手法为结构单元体系重
复手法（第六章 ），第三类手法为多元组织手法（第七、八章）。本书对每一类手法的概念、历史、
手法模式、力学模型和实例均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讨论。这也是本书的核心所在。　　其他章节则从历
时性的角度，细致地探讨了力学法则和视觉法则之间的关系问题，探索砖石结构、框架结构、金属结
构三个力学与结构学发展阶段中所涉及的视觉问题、美学问题，即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时期
、解构主义、高技派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审美情结等有关建筑创作手法方面的问题。　　本书分
为九章，文中列举了90年代以后的大量前卫作品及其技术精华。今抛砖引玉，以之奉献给建筑界的设
计、科研人员及院校师生研究参考或作资料使用。　　本书有幸列入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出版计
划，才能够得以出版。由于时间限制，其中难免有不完善之处，希望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
见，以求本书臻于完善，对建筑事业能起较大作用，能为读者带来较多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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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建筑创作手法解析:多元+聚合》从结构与美学的角度出发，剖析了近20年来代表21世纪末来世
界建筑潮流中以多元与聚合为特征的新的创作现象，并从理论上对其具体创作手法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与解析。书中分析了目前兴起的各种主义、流派（如解构主义、新现代主义、新都市主义、生态主义
等）及其先锋代表人物和前卫作品，将建筑中“能指”与“所指”系统解读为多个具有表意功能的“
元”——结构元、视觉元、文化元、生态元等，指出这一新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手法代表了一种具有巨
大潜力的创作方向。
《当代建筑创作手法解析:多元+聚合》第一章 概述了多元与聚合现象产生的背景、意义和概念。第二
章 侧重于从历史角度探讨其渊源与发展。第三至八章则通过大量实例分析，总结出三种手法：（1）
亚结构体系手法——屋顶共生（第三章 ）、墙体附着（第四章 ）、包裹（第五章 ）；（2）结构单元
体系重复手法（第六章 ）；（3）多元组织手法——协调性（第七章 ）和非协调性（第八章 ）。最后
，在第九章 总结了多元与聚合手法对建筑创作的贡献，并对其未来的发展做出展望。
《当代建筑创作手法解析:多元+聚合》整合了最新国内外资料，实例均精选于近20年的世界新建筑，
图片近千幅，对当前从事建筑创作、建筑教学、建筑设计和研究的同仁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适合于
各设计单位、高等院校建筑学及相关专业教学、研究使用，并可作为资料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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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多元与聚合理论的历史演绎；第三章 MCT-1手法之屋顶共生；第四章
MCT-1手法之墙体附着；第五章 MCT-1手法之包裹；第六章 MTC-2手法研究；第七章 MCT-3手法之
协调性多元组织；第八章 MCT-3手法之非协调性多元组织；第九章 多元与聚合理论（MCT）创作手
法的现实意义。参考文献及图片来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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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古罗马的券拱和穹顶　　古代埃及里亚人在长期实践中发明叠涩技术，即利用砖或石料层层向
外出挑跨空的砌筑方法。这种做法增加了结构的跨度，但空间由于结构自身的高度增加的缘故，逐渐
向上发展。　　古罗马人在结构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终于找到一种适合于砖石材料的结构形式
——拱券，并且利用高水平的施工技术，使这种结构形式创造出能够满足多种需要的复杂多变的大空
间。　　大大促进古罗马券拱结构发展的是天然混凝土。它的主要成分是一种火山灰，加上石灰和碎
石之后凝结力强、坚固、不透水。起初用它来填充石砌的基础、台基和墙垣里的空隙，后来，大约公
元前1世纪，开始成为独立的建筑材料。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天然混凝土在券拱结构中几乎完全排斥
了石块，从墙角到拱顶是天然混凝土的整体，其侧推力比较小，结构很稳定。　　罗马人继承了希腊
的柱式，根据新的条件把它大大加以发展。　　早在公元前4世纪，受意大利希腊城邦的影响，罗马
人已使用柱式，并且创造了一种最简单的柱式：托斯干柱式（TuScan Ordre）。公元前2世纪，罗马文
化希腊化了之后，柱式广泛流行。以后，匠师们为了解决柱式同罗马建筑的矛盾，发展了柱式。　　
第一个要解决的是柱式同券拱结构的矛盾。支承券拱的墙和墩子又大又重，必须装饰，同时，又必须
使它们能和同时流行着的梁柱结构的柱式建筑物的艺术风格协调。最好的办法是用柱式去装饰它们。
长期实践的结果，产生了后来被称为券柱式（图2-2）的构图。这就是在墙上或墩子贴装饰性的柱式，
从柱础到檐口，一一具备。把券洞套在柱式的开间里。券脚和券面都用柱式的线脚装饰，取得细节的
一致，以协调风格。柱子和檐部等等保持原有的比例，但开间放大。柱子凸出于墙面大约四分之三个
柱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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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有意思的结构知识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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